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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共选录1900年～1949年间中医期刊中的24种医话、随笔、笔记文献。
内容包括：1、对方剂的方解灵活运用、加减变化，以及对古方剂的溯源、探讨；2、诠释病名；3、介
绍养生保健格言名句；4、有关病理、生理、疾病、治疗的中西医对比、汇通、结合的探讨；5、结合
实践读好中医典籍的意义和作用；6、介绍药物功效及如何用药，以及一些还不被人所知药物的某些
特殊功能；7、杂谈。

　　本书所录文章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，一般是就一个问题、一件事情、一味药、一个想法、一种现
象，医家提笔而就的感想、说明、体会、经验。
由于内容丰富，故而分册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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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王咪咪，副研究员。
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文献室主任，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文献学会委员、中国药学
会药史分会委员、北京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分会秘书，硕士生导师。
研究方向：中医文献研究。

　　参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课题《中华大典·药学分典》的编纂工作，任副主编；参与国家科技部在研
课题《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的电子版保存》；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4年中标课题：1949年前中
医期刊及相关文献的收集研究与数据库的建立等项目。

　　主编、副主编或编委编著的学术著作有：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、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、《
本草纲目索引》、《唐容川医学全书》、《二十世纪初中医名家医学文集丛编》等三十余部。
发表论文四十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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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石斛以生者为最上，用枯宜取丰肥，若干瘪者不屑用也，用亦无功。
肠炎之病，实为圣药，此由德国国家医院，根据余方，曾化验证明者也。
乃余治郑姥之肠澼，下利如鱼肠，重用肥石斛、天花粉以弥肠孔，参用张仲景白头翁、乌梅，刘河间
黄连解毒以杀菌，乃他医不敢议仲景、河间，而独议余石斛，谓石斛补阴，试问石斛补阴，出于何经
？
验于何剂？
即就赤痢而论，生津补阴，何得为过？
病家因众议纷纭，遂专任西医。
盖专任西医，而中医不能议其后矣。
 肋膜炎以天花粉为圣药，肺炎以桑白皮为圣药。
然均可以金石斛为佐，盖以有监制矣。
即如湿温用石斛，何尝无功？
因湿温固伤寒类也，若畀燥湿不能互化，不妨用莲花须、丝瓜络、芦根辈，以调剂之。
处方贵在主从导引，即先哲所谓君臣佐使也。
若记方数味之学，非不佞所敢闻，以其味堪与于医家得失之林也。
近医之议余后，吾无间焉。
 温病遇雨，乃为湿温，不曾遇雨，是温热也。
薛生白、叶天士之治温，论病处方，循症下药，世医奉为圭臬也，审矣。
然对于湿温二字，却未教人如是分是。
天士谓温病必夹湿，生白则直称为湿热病，盖都只就三吴而言也。
即朱丹溪阴有余阳不足之论，何尝不就八婺而言哉。
论温三篇，又安知不就赣西而立说耶。
章虚谷本薛、叶之原理，而著《医门棒喝》。
王孟英复拾章氏唾余，而投《温热经纬》。
故吴医论温，以薛为高，王为劣。
余民五在临平，治同乡何童湿温，以党参入剂，至为名医许君所诋。
然许医不诋余为不知治浙西之温病，乃诋余为不知湿温，未读《温热经纬》，此余对于王氏之学，发
现千疮百孔者，实许医背后一诋之力也。
 古人制方每人人参，不只取其生津和营卫也。
实则赖人参之吸收脉管力量，以增抵抗毒素也。
不佞治夏孙二君，风病未愈，复中外感，一则人参与柴藿同方，一则人参与羌防共剂，惟其信任也，
故不以为过，若易他人，未有不置方再议者。
盖俗医不知监制之理，每日人参补邪，遂使病家畏参如虎。
治病十年，吃此苦李，屡矣。
《千金》本草称白茅根能正肠胃，不佞近岁对病家误服石膏，而心脏微弱不能言者，尝重用白茅根以
拯之。
较诸三五年前，专赖丝瓜络炒扁豆者，实为上功。
不期客冬处一方，因入白茅根六钱，为前医所疑，谓彼既误下石膏矣，今黄溪复大使白茅，是一误再
误也，余微闻之，笑不与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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